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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六十年

作者：刘骁军    发布时间：2010/07/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正确地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今后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是法学

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杨一凡、陈寒枫、张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修订本），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

  该书作为我国学者撰写的首部研究新中国法制史的专著，于1996年初版和1998年再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

由“法制”向“法治”转变的历史条件下，10年前编写的原枯，其内容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全面地

年法治发展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作者对原书进行了再次修订。与1998年版比较，新修订本吸收了作者和

果，在对原书各章进行较大修改的基础上，又增写了大量的内容。此次修订前后历时三年之久，体现了“

  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是新修订本最值得称道之处。新中国法制建设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1949年至1977年间的中国法制状况，对于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否存在现代法学意义上的经济法律制度、知识产权

部门法史的形成和发展，学界存有争论。对于改革开放30年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一些问题的认识，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比如，一些

国在明确的法治思想指导下进行法治建设，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至今不过10年左右，笼统地用

制面貌有欠准确。该书作者认为，实事求是是治史的基本原则。在撰写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史的问题上，那

年法制建设成就的观点，或者混淆“法制”、“法治”、“法治发展”三者的内涵，简单地用“法治60年

设成就的提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阅读该书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既有为创立、开拓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有一系列失

命”的灾难性破坏；既有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该书比较充分地展现了我国由“法制”向“法治”转变的历程以及法治建设的成就。作者运用丰富的

放的30年，是新中国重建法制和走向法治的30年。1978年至1997年即改革开放前20年的法学理论探讨和立法、司法

的提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

确定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转折和实践。近10年间，我

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

经基本形成。近10年间，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大步前进，司法改革也初见成效。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

重建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保证司法工作正常开展的话，那么在此后的10多年中，以司法改革为动力，完善司法体制、提高司法水平和

法公正，则成为中央主导、各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国家统一行动。 

  新修订本采用总体和部门法史相结合的写作方法，既对新中国各个时期法制建设的社会背景、指导思想、重大立法、司法和

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全面的阐述，同时又设立了15个专章，分别对我国的宪法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民商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的建立、发展过程、内容、特色作了系统的论述。本次修订中，作者还新增写了《知

制度》两章，并对一些章节进行了重写。目前出版的有关论述当代中国法律方面的著作，普遍存在介绍立法情

题。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容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法律的实施情况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建



中国60年法治发展的全貌，该书除细致描述立法状况外，还客观记述了60年来特别是近10年中国司法和执

书的各个章节。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我国各级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的举措，重要的民商、经济法律的

动的成果，我国近期进行的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民族法律制度及地方法治建设

的体现。该书注重运用统计数字论述论证我国各个时期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的状况，特别可喜的是，书中列

使读者能够对教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有比较准确的了解。 

  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是史家一贯的做派。该书平和、白描、干练的叙事方式，充分体现了史家对中立客

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涉及较少，这就难免让人感觉总在吃甜品。这可能是所有治当代史的学者共同的难题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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